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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敏

离开军营整整 35 年了，每年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都会想
起军营，想起曾一起经历风雨、同
吃同住同劳动的战友，想起曾给予
我关心、照顾，并把我带上文学写
作之路的老首长王友明。

1992年 9月，因部队整编，我
被分流到了运城坦克某旅；当年10
月，营里安排我到长治接兵；月底
回来，营长说侯马一所部队医院要
调我过去任俱乐部主任。我急急忙
忙来到旅部开好调令，马不停蹄赶
到医院报到，当时，接待我的是时
任政治处主任的王友明。

王友明主任极具亲和力，高高
瘦瘦的个子、白白净净的面庞，举
手投足间儒雅俊朗，给我一种英俊
洒脱的美感。寒暄几句，他说：“你
们俱乐部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咱们
医院的文化生活，定期为全院医护
人员和干部战士播放电影。听说你
喜欢写新闻报道和摄影，今后你要
充分发挥个人特长，从严要求自
己，积极努力工作，把我们医院的
对外宣传搞好，把文化工作搞出特
色！”我“啪”的一声，立正、敬礼，表
态说：“请主任放心，保证完成任
务！”

王友明主任安排人把我带到
俱乐部安顿好。下午一下班，他又
特意赶来，对我嘘寒问暖、关怀备
至。正值寒冬，怕我夜里睡觉冷，他
还专门给军需助理员打电话，为我
送来一床厚厚的棉被。这份浓浓的
关爱之情，至今想起来仍觉得十分
温暖。

王友明主任是我们医院的“一
支笔”。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把医院
各科室的技术创新和好人好事码
成文字，投寄到军地报刊。夜深人
静，从机关办公大楼经过，我经常
见他办公室的灯亮着。那时的我，
对写文章只是爱好，文字功底很肤
浅，他经常传授给我写作知识和写
作技巧。我写出来的文章，他都会
逐字逐句地认真予以修改，直至最

终成稿。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进
步很快，写出来的文章也经常变成
铅字，见诸于报端。

我们政治处有一份自己编印
的《医院生活》小报，半个月出一
期。我到医院那年，王友明主任就
把这份小报的组稿、编辑及印刷任
务交给了我。这之后，我除了干好
本职工作外，其他大多时间都是背
着相机，拿着纸笔，深入基层科室
一线，采写稿件，编辑报样，呈送他
审阅。4年多时间里，我共编发《医
院生活》小报60余期，先后被北京
军区某部和医院党委授予“新闻报
道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并荣立
个人三等功一次。这一份份沉甸甸
的荣誉背后，离不开王友明主任的
关心、关爱和支持。正是在他的信
任和扶持下，我才能如鱼得水，写
作水平才会得到质的提升和飞跃。

共同的理想追求，共同的志趣
爱好，让我和他结下了很深的革命
友谊。工作中，他是我的首长；写作
上，他是我的老师；生活中，他是我
的大哥。在部队，无论是工作学习，
还是日常生活，他都对我关爱有
加，严格要求。1994年秋季，汾河发
大水，把我们家的两亩玉米地全淹
了。不知他从哪里得到消息，第二
天一上班，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
掏出500元钱，一把塞进我手里，真
诚地说：“家里遇到这么大的事，你
咋不告诉我？”我扭捏着不要，他立
马便“生气”了，用命令的口气说：

“必须拿着。记住，今后无论你有什
么困难，都必须跟我说。军营就是
你的家，我既是你的首长，也是你
的大哥！”当我走出他办公室的那
一刻，感情的闸门瞬间失控，泪水
大颗大颗地掉落下来。

我到医院的第四年，王友明主
任就提拔当了政委，成为医院的

“一把手”。这时的他更忙了，机关
大院、医院门诊及各科室，到处都
能看到他忙碌奔波的身影。每天晚
上，他办公室的灯光总会亮到很晚
很晚。即便如此，他仍不忘关心关
照我。

1997年年底，我转业回到地方
工作。临走前，王友明政委把我叫
到办公室长谈了一番。他告诫我：

“回到地方工作后，要尊敬领导，团
结同事，做人做事要眼勤手勤，踏
踏实实。记住，勤能补拙，做事扎实
才能得到领导信任，为人实在才能
受人待见。希望你用自己在部队学
到的知识，充分发挥你的个人才
干，继续为地方服务，做一个对社
会有用的人。”我眼含热泪，连连点
头说：“大哥，我记下了！”临别时，
我恋恋不舍地举起右手，对着最敬
重的首长大哥，敬了最后一个军
礼！

我回到地方的第三年，王友明
政委也转业了，被分配到临汾市广
播电视局当了领导。当时，由于各
自忙于工作，加之交通也不似现在
这么方便，我们平时难得见上一
面，多数情况下只能电话里相互问
候，聊慰思念。这么多年来，大哥回
到地方后，一直笔耕不辍，并不断
有新作面世，刊发于《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山西日报》《散文百
家》《散文选刊》等国内知名报刊。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把自己的
全部才学奉献给了社会，社会也给
予他“感动中国文化人物”“新中国
文艺界突出贡献艺术家”等光环和
荣誉。

王友明不仅是我的好首长，也
是教导我做人做事的好大哥，更是
引领我踏入文学写作门槛的好老
师。他孜孜不倦、笔耕不辍的创作
激情，以及所获得的成绩和各类荣
誉，是激励我不断奋进、勇敢前行
的动力源泉。他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为自己曾是他手下的一名士兵
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
汇山河。”我的好政委、好老师、好
大哥，愿您在渐行渐深的岁月中，
心随风动，且行且看且从容。以欢
喜之心，细码文字；以健康体魄，慢
渡日常，把自己的退休生活过得如
同您文学作品里的每一个章节一
样，精彩纷呈，回味无穷！

首长大哥王友明

□张金朋

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普通的
农村妇女，但她勤劳、善良、开明、
包容、坚毅，在我眼里，一切美好的
词语用到她身上，都是那么恰如其
分。是她，诠释了一个伟大母亲的
含义。

母亲王小棉是原古城东滩人，
我的姥爷在她幼年时客死他乡，姥
姥经历长期的艰难困苦后，在母亲
八岁那年离家再嫁。至此，母亲失
去了父母双亲的爱，也与学堂无
缘，每每说起终有遗憾。

母亲的童年是在痛苦中度过
的，没有父母的庇护，她的童年遭
遇了很多艰辛。听母亲说，太姥爷
因为家中农活无暇照顾家里，八岁
的母亲还没有厨房案板高，就在地
上垒了几块砖，然后站在上面给家
人做饭。她用小小的双手和稚嫩的
肩膀，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母亲45岁那年，终因抵不住对
我姥姥的思念，毅然独自一人踏上
了寻找姥姥的道路。那时候交通和

信息并不发达，母亲跋山涉水，靠
着沿途问路，十天以后，终于找到
了姥姥所居住的小山坳——石井
村。据母亲回忆，当时天色已晚，姥
姥住在一间石头垒成的破屋里。母
亲的到来让姥姥意想不到，母女俩
抱头痛哭，姥姥给母亲吃了很黑的
馒头。母亲回忆，那好像是红薯馒
头，可见姥姥的生活也很艰难。

那一夜，她们母女无眠，姥姥
在与母亲的聊天中，隐约提到她
为当时的选择后悔，中途也动过
几次回家的念头，但终因山路漫
漫，被人几次找回，后又生了两儿
一女，从此断了回去的心思。当年
的姥姥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母亲
住了三天后，因牵挂儿女，便匆匆
踏上回家的路，姥姥也深知此后
母女可能再无相见的机会。三年
后，最小的舅舅发电报说姥姥走
了，走得很安详。或是姥姥能在自
己有生之年见到儿女，今生再无
遗憾。母亲也在之后放下了心中
对姥姥的执念。

我的爷爷英年早逝，我的奶奶

不到20岁就守了寡。刚强的奶奶终
身没有再嫁，抚养小叔子家的儿子
（也就是我父亲）长大。我父亲是勤
劳朴实、任劳任怨的地道庄稼人，是
人人称赞的“庄稼把式”。母亲嫁过
来后，二人相依相伴，相濡以沫。

母亲最欣慰的是孕育了六个
儿女，并且都十分孝顺。大哥在国
家恢复高考后，考入稷山师范学
院，我也因为喜爱教育这份事业步
入教师行业，2008年由民办教师转
正为正式教师。其他的哥哥姐姐都
也成家立业，日子都还过得红红火
火。每当母亲与人聊天时，总会提
起我们，这可能是她最欣慰的事。
她常感激地说，党的政策好，才有
了大哥和我命运的转变，也有了整
个家族的兴旺。

人的一生有幸运有坎坷，但母
亲无论面对什么困难都毫无怨言。
为人女，她为奶奶养老送终，为人
母，她尽到了一个母亲应尽的责
任。母亲的一生是命运多舛的，也
是幸福的，因为有儿女相伴，她已
知足。

母亲的品格

□彭荣瓜

常常地
在我梦里萦绕
耳闻你的魅力
想靠近
睹风采
期待的心
抚慰干涸的侵袭

远远地
心似箭
目在飞
跃过车窗外的枝丫
我望见了你
人间仙境 天然氧吧
峰峦环抱 层林细水
天蓝蓝 草绿绿
白云朵朵纳千祥
如神鸟 似飞马
俯瞰幽幽谷底
那一汪唯美的温馨

近近地
心儿贴紧你
神奇 静怡 祥和
民俗窑洞凉爽宜人
豪华客房
一流设施
满面春风
赢得过客久居
温泉汤苑花样繁多
解抑驱烦益养生
典雅茶楼
古韵古色 清香四溢
特色餐厅
山里香 可口味
心花乡情常激起
喷泉壮观 游人如潮

长廊翠槐 异草奇花
小径曲幽
和煦红灯点点
怀故事 融美景
涌诗意 放歌喉
踩着串串脚印
无尽地回味

静静地
凝望你的面孔
和蔼 可亲
焕发新时代朝气
牵起你的手
温热 有力
家人一般亲切
柔和的话语
似清风 似泉水
送来盛夏里丝丝的凉爽
欣然挽起吕梁山脉
喜看新程锦绣
心儿似甜蜜
漫步轻飘飘
休闲娱乐的胜地
醉了出游人

久久地
不愿离去
依偎你的怀抱
畅享你的养分
如鱼得水
你的芳容
已藏进岁月
你的流香
滋润孤寂的胸襟

久久地
不愿离去
唯把心寄于你
心寄于你……

心寄圣王山

□武栋仁

今年 3 月 18 日，我
们北杨村一村民在盖房
挖地基时，挖出了一座古
墓，墓门前有两通完整的
《墓志铭》石碑。经辨认，
该碑刻刻于清嘉庆十四
年，距今已有 200 余年。
对照《北杨村志》中的族
谱，村民们认定其为本村
武氏宗族老五门八世祖
名绅继配竹老孺人的墓
志铭。该铭文近千字，由
其三子帮俊所撰。

从铭文中看出，这位
200多年前的老人，是一
位典型的贤妻良母，更是
一位柔肩担大任、劳苦功
高的女中英豪。她与丈夫
结婚时，公公已年近六
旬，婆婆又常年卧病床
褥。家中还有丈夫前妻遗
留下的两个男孩，大的仅
六岁，小的还在襁褓中。
她精心侍奉公婆，一身承
担家事，将两个孩子视如
己出，尽心抚养。数十年
来，她先后操办了公婆与
丈夫三人的丧事，还给六
个儿子娶了媳妇，给九个

孙子完成了婚事。这些婚
丧大事，她都妥善料理。
当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
相继去世后，她悲痛万
分，身心俱疲，竟致双目
失明，卧床不起，在嘉庆
十四年二月二十八离开
人世，享年74岁。正如三
子帮俊在铭文中所说：

“为子孙者稍有人心，何
忍忘之哉！”这样善良的
老人，直到今天，也是孝
老敬亲的典范楷模，值得
我们这些后代子孙永远
怀念，永祀不忘。

更令人可敬可佩且
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祖孙
三代共十六人，其中庠
生、增生、贡生和监生共
八名，占了半数。而这些
人才的培养，这位老人一
定也付出了无数的心血
和汗水。这也充分证明，
北杨村自古就以耕读传
家为本，重视读书人才的
培养，“文脉村”名不虚
传。也难怪清朝以来，荣
河汾阴一带一直流传着
这样一句顺口溜：“出东
门，上寺坡，北杨秀才比
驴多。”

《墓志铭》中感祖恩


